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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与美国12日结束在阿
曼举行的第一轮会谈，双方均表

示会谈“有建设性”，并计划19日
进行下一轮会谈。这是自2018
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第一
任期内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后，

美伊首次正式谈判。

美伊双方各自想达到什么

目标？会谈前景如何？我们请

专家详细分析。 ——编者

谈判愿望迫切各有战略需求
美伊间“信任赤字”仍难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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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工智能（AI）技术与产

业的快速发展，世界大国的战略竞

争逐渐进入白热化阶段，而欧盟所

处位置却略显尴尬。面对美国的技

术霸权和中国快速赶超式发展，欧

盟虽然在规则治理方面取得较多进

展，但在产业发展方面成果乏善可

陈。为扭转这一局面，欧盟委员会

近日发布“人工智能大陆行动计

划”，加上在2月巴黎人工智能行动

峰会上提出的“投资AI”计划，试图

通过2000亿欧元的投资重塑技术

生态，重返全球人工智能竞赛场。

系统规划补齐短板
欧盟推出大规模人工智能建设

计划并非一时心血来潮的孤立行

动，它与2024年《人工智能法案》的

出台，以及2025年2月巴黎人工智

能行动峰会有着深刻的联系。这一

系列举措是欧盟对于自身产业发展

系统规划的结果。欧盟希望通过合

理规划补齐短板，使人工智能产业

获得新的加速发展契机。

由于《人工智能法案》的实施，

欧盟认为未来的欧洲人工智能市场

将形成一个特殊的赛道，即迫使全

球企业根据监管要求和准入标准，

建立符合欧洲伦理标准、符合数据安

全和隐私保护的人工智能技术和产

品，形成“可信人工智能”。在这个赛

道上，欧盟人工智能企业能够占据一

定优势，并在全球市场上分一杯羹。

想要实现这些目标，欧盟需要

大幅提升算力占有量，并进一步集

中分散在各国的技术资源。为提升

算力，欧盟在“人工智能大陆行动计

划”明确提出要建立13座“AI超级

工厂”，每座工厂计划配备约10万

颗最先进芯片，将专注于高复杂度、

参数规模达万亿级的大型AI模型，

为企业提供算力资源、数据存储及

技术开发的一站式服务。为减少对

美国云服务商的依赖，欧盟委员会

还提出了《云和人工智能发展法

案》，计划大幅扩容欧盟境内的数据

中心，希望在未来5到7年时间里，

将数据中心容量至少增加两倍。

为了解决投资不足以及人才瓶

颈问题，“投资AI”计划将筹集2000

亿欧元的投资用于人工智能领域的

发展，其中200亿欧元的专项基金

将用于“AI超级工厂”的建设，50亿

欧元专门用于人才培养领域，希望

普遍提高欧洲人工智能专家的薪资

待遇，创建人工智能技能学院，减少

人才外流，并招募顶尖人才来欧洲

人工智能企业工作。此外，还要进

一步扩大风险投资规模，简化法律

监管，为欧洲人工智能初创企业的

发展提供有效支持。

由于中美两国领先优势非常明

显，欧洲人工智能资源将优先投入

工业制造、医疗诊断、绿色能源等领

域，推动包括西门子、博世、拜耳制

药、维斯塔斯等企业利用人工智能

技术建立“护城河”。

存在诸多内在矛盾
整体来看，欧盟试图利用《人工

智能法案》创造出的特殊市场环境，

以“可信人工智能”技术为目标，通过

夯实产业基础，以整合垂直领域的方

式建立一定的比较优势，争取开辟

出新的发展路径，以此重返全球人

工智能竞技场。然而，该计划仍存

在很多难以解决的内在矛盾。

尽管欧盟承诺投入2000亿欧

元，但其中90%仰赖成员国财政和

私营部门投资，成员国内部在技术

路径和主张的分歧非常明显，对于

资金分配也有很多不同意见，有效

整合难度很大。受到欧盟通用数据

保护条例（GDPR）和《人工智能法

案》的影响，欧盟内部数据流通与算

法开发的合规成本很高，初创企业

成长周期明显超过中美两国企业，

本土人工智能巨头的出现难度很

大。此外，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开展

贸易战的背景下，围绕着人工智能

技术的地缘政治博弈必将更为激

烈，欧盟如何处理自己的立场也将

影响到计划的顺利实施。

总之，欧盟的计划雄心勃勃，且

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但该计划的矛

盾与掣肘仍然很多，不能对欧盟人

工智能产业发展前景过于乐观。

美伊代表短暂会晤
本次阿曼会谈前，美国与伊朗在“直接”

还是“间接”谈判上各持己见，美国还对伊朗
发出“不谈就打”的威胁，伊朗方面则表示，
不会在高压下让步。表面上看，双方针锋相
对，但种种迹象表明，双方实际上均有开启
谈判愿望和动力。
谈判当天，美伊各有单独的房间，双方

通过阿曼外交大臣交换信息。但在谈判结
束离开会谈地点时，伊朗和美国代表团进行
了短暂会晤。这样的安排照顾了双方的面
子，也说明两国真的不愿放弃这次谈判的机
会。首轮谈判结束后，双方都表示同意下周
再次会谈，希望在最短时间内达成协议。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表示，如果双方

能在下周的会谈中敲定未来谈判的基础，
“我们将取得很大的进展，并能够在此基础
上开始真正的谈判”。美国白宫声明称，双
方这次沟通是朝着实现互利结果迈出的一
步。作为中间人的阿曼外交大臣也表示，美
伊会谈在友好氛围中进行，有助于弥合分歧。

美国急于推动谈判
这场备受国际社会关注的会谈是双方

出于各自的战略需求在依然存在严重“信任
赤字”的背景下进行的。首轮谈判虽被双方
评价为“积极且富有建设性”，但背后折射出
的却是两国复杂的地缘政治算计与深刻的
互信缺失。从首轮谈判后释放出的乐观情
绪可以看出，在当前国际格局深刻变革的背
景下，双方对于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的战略需
求十分迫切。
从美国方面看，特朗普政府急于推动美

伊双边谈判有三方面原因。
首先，特朗普有时间上的紧迫感。2015

年签署的伊核协议将于2025年10月到期。

前不久中俄伊三国已在北京会谈并发表联
合声明，为后续新协议的谈判定了基调。美
国若继续缺席谈判，将彻底丧失在伊核问题
上的话语权，进而被排除在地区核问题治理
架构之外，导致美国在中东问题上的影响力
进一步下降。在当前美国对全球发动关税
战的背景下，特朗普担心若不能在伊核问题
上夺回话语权，将很难避免协议到期后形成
对美国不利的安排，将对2026年11月的中
期选举造成不利影响。
其次，特朗普担心以色列可能利用伊朗

核问题不断制造危机，最终将美国拖入不愿
面对的军事冲突。2024年10月巴以爆发新
一轮冲突以来，以色列与伊朗已经发生了两
次针对对方本土的军事打击，内塔尼亚胡政
府近期多次暗示可能对伊朗核设施发起“预
防性打击”。五角大楼评估显示，若以色列
发动攻击，伊朗可能通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或策动地区代理人武装反击。美国很难避
免卷入其中，这无疑将扰乱美国的全球战
略。因此，特朗普试图通过谈判阻止伊朗拥
有核武器，并约束以色列可能的冒险行为。
特朗普称，如果伊核问题无法通过外交解决，
伊朗将面临“巨大危险”。此话既是警告伊朗，
也是安抚以色列，意在防止伊以矛盾激化。
第三，特朗普上台后，尽管在中东问题

上多次发出过诸如要“接管”加沙和“轰炸”
伊朗等惊人言论，也发动过对也门胡塞武装
的军事打击，但实际上，特朗普无意更无力
增加对中东的投入。这些年来，美国用于维
护全球霸权的资源分配已经捉襟见肘，集中
资源应对所谓“大国竞争”，已成为美国战略
界的共识。从特朗普急于要求伊朗与美国

达成协议上，也可以看出美国继续要从中东
收缩的意图。
从伊朗方面看，愿意与美国谈判的目的

更为明确而直接，核心诉求是解除美国多年
的制裁。连年的制裁已使伊朗经济遭受重
创。解除制裁是2015年推动伊朗签署伊核
协议的根本动因，也是历届伊朗政府的首要
目标。此次，伊朗再次将解除制裁作为检验
美国诚意的试金石。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明
确表示，谈判是“一次机遇，也是一次考验”，
而“球在美国手中”。除此之外，伊朗也希望
通过外交解决核问题来缓和地区紧张局势，
避免陷入与以色列乃至美国的直接冲突。
消解国际社会及地区国家对伊朗发展核计
划的疑虑，改善与周边国家及欧洲的关系，
为自身发展创造有利的国际和周边环境。

双方或有一定妥协
美伊谈判不仅关乎两国关系走向，更牵

动着中东地区安全态势与国际核不扩散体
系的未来。美伊最终能谈出怎样的结果是
当前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重点。双方虽然
都有谈判解决问题的愿望，但从现实情况
看，两国间存在的严重“信任赤字”很可能成
为解决实际问题的主要障碍。
综合各种因素，同时基于对双方当前的

战略需求、立场表达及外部影响因素分析，
笔者以为，在现有条件下，美伊达成全面解
决方案或者谈判彻底破裂的可能性都不
大。最有可能是双方面对现实，在满足对方
当前最迫切需求方面做出一定的妥协和让
步，其他更敏感的议题可能被暂时搁置，留
待后续谈判解决。美国政府的要求是伊朗

放弃核计划，“红线”是阻止伊朗发展核武
器。对伊朗而言，在美国的“红线”上作出承
诺并不困难，伊朗在现有核协议以及近期中
俄伊三国联合声明中都作出过类似的承诺，
而美国这么多年与伊朗打交道后也深知，不
在制裁问题上有所松动，很难与伊朗达成协
议。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在谈判前
表示，为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可能需要做
出一点妥协。
因此，伊朗承诺不突破核门槛，美国承

诺逐步放松对伊朗的部分经济制裁可能成
为谈判不破裂的基础。具体措施可能包括：
美国逐步放宽对伊朗的石油和金融制裁，允
许伊朗恢复部分出口，伊朗则冻结高丰度浓
缩铀生产，加强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这
种“行动对行动”的模式可避免任何一方需
要一次性作出全部让步，这也是当年打破伊
核谈判僵局的最行之有效的办法。
需要指出的是，谈判陷入僵局的可能性

也不能排除，除了过去谈判中曾出现过的
“谁先迈出第一步”、美国提出附加条件等情
况在未来谈判中依然可能出现外，特朗普立
场的反复无常及其朝令夕改的行事风格也
可能给谈判带来诸多不确定的变数。
此外，美伊都面临国内强硬派的压力，

尤其是美国，有时还不得不看以色列眼色行
事，而以色列对任何可能增强伊朗地区影响
力的协议都持反对态度，这也让双方的妥协
空间受到很大限制。即便双方最后达成某
种有限协议，能否真正执行以及美国最终是
否会重返伊核协议谈判机制也存在一定的
不确定性。但能确定的是，外交努力是解决
伊核问题唯一的途径。

▲伊朗代表团成员在阿曼交谈


